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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浙江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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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树人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5）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不断发展，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愈加便捷。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随之服

务贸易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旅游服务贸易是我国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最大，而浙江又是全国经济

强省，其旅游资源丰富，历史文化深厚，如何在新常态下走出新的发展之路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基于此，分析浙江

旅游服务贸易的现状、问题，最后提出促进新常态下浙江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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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而服务业也成为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势产业。

作为传统服务业，旅游服务贸易占我国服务贸易比重虽然近年有所下降，但仍旧是我国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 年我国

旅游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长 23%，在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中占比达到 36.7%。  

浙江省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沿。同时，由于旅游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完善等原因，浙江的旅游服务贸

易发展迅速。但是，浙江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与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相匹配，与北京、上海、福建等旅游强省市相比也存在

较大差距。如何在新常态下，寻找浙江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出路，提升浙江旅游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浙江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以其特有的风景和文化神韵吸引着全世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也对这一神秘的土地充满了好

奇，因此，浙江的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2.1 浙江国际旅游服务市场规模  

近年来，出入境旅游人数不断增加，整体呈快速发展的势头。从 2006 年到 2014 年，浙江出入境旅游人数呈稳定增长态

势，浙江省入境旅游者人数由 426.8 万人次增加到 931.03 万人次，出境旅游者人数由 28.9 万人次增加到 202.7 万人次，入

境旅游人数远大于出境旅游人数，且从增速来看，入境旅游人数增速也要大于出境旅游人数。根据浙江省旅游局 2014年公布的

浙江省旅游业基本情况分析来看，浙江省全省接待入境游客 931.03万人次，同比增长 7.47%，其中接待外国人 641.5万人次，

同比增长 6.9%。2014 年，浙江省全省有组织出境游客达到 202.7万人次，同比增长 11  2%，其中出国游累计组团人数达到 

130.1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13.3%。由此可见，浙江省出入境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国际旅游服务贸易不断发展。  

2.1.1 浙江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创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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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呈现同步增长的态势，从 2006-2014 年，浙江省国际旅游外汇由 21.3 亿美元增至 57.53 亿美元，创

汇能力不断提高。同时，旅游服务总收入也呈同步发展状态，由 2006 年的 1690.1 亿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5947.04 亿元。由

此说明，浙江省国际旅游服务贸易收入不断增加，创汇能力不断提高，为中国的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1.2 浙江国际旅游服务贸易企业  

随着浙江省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不断发展，旅行社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渗透的地区也越来越广。浙江省旅行社的数量由 2006 

年的 1258 家发展到了 2014 年的 2161 家，虽然同比增长率降低，但是旅行社的数量也随着年份的增加而不断增加。旅行社

在相关产业要素中发挥着无法取代的作用，是旅游消费的主要经营者和组织者，能带动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而旅行社的

不断增多也意味着浙江省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不断发展。  

2.2 浙江国际旅游服务资源  

浙江省拥有较为丰富的旅游资源，最吸引游客的是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景观资源。浙江的旅游禀赋包括以下五个方

面：第一，自然资源要素，例如水资源，千岛湖，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西湖这三江两湖；第二，历史文化资源要素，例

如充满人文色彩的古镇，西塘，乌镇，南浔，双林，塘西，柯桥等；第三，影视文化资源要素，例如横店影视城；第四，宗教

资源要素，例如具有“海天佛国”称号的普陀山，杭州的林隐寺，新昌的大佛寺，天台的国清寺等；第五，少数民族风情要素，

畲族特有的民族文化也吸引了不少国外游客；第六，购物资源要素，浙江拥有许多享誉海内外的具有不同特色的大小市场，如

义乌小商品市场，柯桥中国轻纺城，海宁皮革城，杭州灯具市场。  

2.3 浙江国际旅游服务市场结构  

浙江国际旅游入境人数从来源地看，包括许多外国人，香港同胞，澳门同胞以及台湾同胞。其中，外国人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为台湾同胞、香港同胞，而澳门同胞所占比重最小。2014 年，全省累计接待入境游客 931.03 万人次，其中接待外国游客 

614.5万人次，占了总入境游客的 66.01%，香港同胞 109.7万人次，占了总入境游客的 11.78%，澳门同胞 38.8万人次，占了

总入境游客的 4.17%，台湾同胞 168.1万人次，占了总入境游客的 18.06%。  

2014 年，浙江省入境外国游客按各大洲的分布情况是：亚洲游客 290.2万人次，欧洲游客 158.1万人次，美洲游客 78.8

万人次，大洋洲游客 23.2万人次，非洲游客 18.8万人次。其中，亚洲游客人数占总人数的 47  22%，欧洲游客人数占总人

数的 25.73%，美洲游客人数占总人数的 12.82%，大洋洲游客人数占总人数的 3  78%，非洲游客人数仅占总人数的 3.06%。

显而易见，来自亚洲的入境外国游客所占比重最大，而其中大部分入境游客来自于韩国与日本这两个邻里国家。  

2014 年，浙江省出境游客 202.7 万人次，其中出国人数 130.1 万人次，占了总人数的 64.18%，而将出境目的地选为韩国

的人数占了总出境人数的 32.43%，将出境目的地选为泰国的人数占了总出境人数的 17  52%，将出境目的地选为日本的人数

占了总出境人数的 13  30%。将出境目的地选为港澳的游客为 41 万人次，占了出境总人数的 20.23%，将出境目的地选为台

湾的人数为 13.2 万人次，占了总人数的 10.15%。由此可见，大部分游客将出境目的地选为韩国，香港，泰国，澳门，日本等

地。 从浙江出入境往来国家和地区看，浙江入境人数大部分是港澳台同胞以及韩国、日本、美国等亚太地区，而浙江出境的目

的地多数也以韩国，港澳台地区，日本等亚太地区为主。这主要因为环亚太地区的国家气候较相似，东亚地区人文地理环境，

如历史渊源，服饰文化，茶文化等相似。出于以上相似的需求说明，具有相似需求条件的国家或地区容易相互吸引，所以相互

出入境存在重叠。  

3 浙江省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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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占全国旅游服务贸易比重不高  

浙江省的国际旅游市场占有率从 2009 年的 8  13%到 2013 年的 10.43%，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而广东省的国际旅游

市场占有率从 2009 年的 25.27%到 2013 年的 31.5%，其市场占有率依然是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份。但是从走势看，浙江省的国

际旅游服务贸易虽然在不断增长，市场占有率在不断增加，但是与广东，江苏等省份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虽然在 2013 的国

际市场占有率比重中，浙江省高于江苏省。2014 年浙江省的国际旅游市场占有率为 10.10%，市场占有率低。  

3.2 各地旅游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 

浙江省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主要依靠着杭州、宁波以及温州这三个城市，尤其是杭州，不管是从入境游客总人数而言

或是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而言，都是列举榜首。就 2014 年而言，浙江省旅游外汇总收入为 575348.3 万美元，其中最多的杭州

市占有 231811.2 万美元，占浙江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 40.3%，而最少的台州市只有 4909.1 万美元，仅占浙江省国际旅游

外汇收入的 0.9%。全省只有杭州、宁波、和丽水达到平均水平，但是排在第二的宁波市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比排在第一位的杭

州少了 153979.6 万美元，相当于 26  8 个百分比，收入差距过于悬殊。由此可见，杭州市在浙江省内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独

占鳌头，省内各市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并不平衡。 

 

3.3 引用的外资利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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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每年都引进大量外资，但是绝大多数的外资都被投入发展工业，服务业接收到的外资投入比重较低，旅游服务方面

接受到的外资也就更少了。浙江省在 2013 年共收到服务业合同外资金额 1509872 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787708 万美元，其

中，住宿和餐饮业收到合同外资金额 2121 万美元，仅占服务业合同外资金额的 0.14%，实际利用外资 11271 万美元，仅占服

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 1.43%，而房地产业实际利用外资所占比重最大，共利用外资 345374 万美元，占了服务业实际利用

外资金额的 43.85%。浙江省服务业外资分配不合理，用于旅游服务业的外资比重小，这将会制约浙江省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发

展以及竞争力的提升，不利于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更加不利于“以引进促出口”战略的实施。因此，浙江省要发展国际旅游服

务，就要对外资进行合理的运用，并提高外资的利用效率。 

 3.4 市场营销力度不够  

浙江省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在营销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目前浙江省主要通过旅行社的大力宣传、报

纸登入广告、网络团购、电子门票赠送等方式进行营销。但是，关于营销力度，依然是不足的，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对于旅游

业的国际营销投入的经费不足，不太注重浙江旅游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推广工作，使得浙江旅游产品在国际上没有吸引力。二是

宣传力度不够，国际上虽然对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有所了解，但是不清楚省内的旅游景点也非常值得一看。三是新型的营销手段

运用太少，省内许多从事国际旅游服务贸易行业的电商建立的网址并不专业，而且内容单一，没有形成强大的吸引力。 

 4 新常态下浙江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浙江国际旅游服务贸易虽然发展势头良好，但是依旧存在许多的问题制约其发展，必须采取有效行动，

为今后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铺平道路。  

4.1 加强浙江省各区域的联合，缩小地区差异  

浙江省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不平衡，区域间发展差距悬殊。加强省内区域合作。以杭州湾的文化休闲旅游经济带连同

浙东沿海海洋经济带以及浙西南山水生态旅游经济带为载体，各地市应该互动发展，加强区域合作，共同发展。加强与周边省

份的区域合作。利用周边城市上海市在国际中的影响力，加强对之的合作，提升浙江省旅游产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促进浙

江旅游服务贸易的整体发展。  

4.2 拓展引资融资渠道，完善引资机制  

外资的引进并且合理分配运用将扩大浙江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市场规模，努力开拓融资渠道，加快国际旅游业各项基础设

施的建立，营造良好的国际旅游业发展环境，增强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对旅行社的发展进行综合的整治和管理，扩大开档程

度，可适当降低旅游外资企业的进入门槛，为外资企业的进入提供便利，以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旅行社。 

 4.3 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  

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浙江省对景区周边的基础设施要修建完善，如在交通设施的管理方

面，要建造四纵八横的高速公路网，努力加大国际航班的开发力度，将高铁、公路以及水路合理的结合起来，开发一条道路专

门欣赏沿途的风景。  

4.4 实施品牌化战略，增强国际竞争力  

随着经济一体化，国际间的贸易不断增加，各国文化差异越来越小，各国都开始了解中国的文化并开始关注中国特色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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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此有特色的旅游品牌必将会吸引到更多的国际游客来浙游玩。打造浙江旅游品牌对提升浙江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开拓海外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4.5 充分利用优势资源，打造浙江省特色旅游  

浙江省有丰富的水资源，可以利用这一优势，打造不仅自然环境品位极高而且也充满人文气息的江南水乡；浙东可以利用

海洋、宗教资源，打造宗教旅游；浙中南森林广袤，且居住着浙江省唯一的少数民族，由此就可以打造一条以山村野林，畲族

风情为主的国际旅游名品；浙江商品市场繁多，购物与旅游二者的结合推动了浙江特有的市场旅游的形成。在开发特色旅游的

同时，研发富有创新技术的国际旅游产品，吸引国外游客，推动省内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发展。  

4.6 优化营销策略，加大海外市场营销力度  

了解不同国籍游客对景点的不同需求，采取多样化的营销方式，通过对旅游资源的改进，价格的优惠，拉动周边发展，提

高旅游业的知名度。同时，开拓新的营销策略，借鉴韩国的全媒体营销，浙江省也可以同浙江卫视合作，对热播电视剧，综艺

节目选址地点进行规划，利用明星效应，吸引国外游客的注意。此外，也可在网上进行预订机票、车票、酒店房间、旅行路线

以及景点介绍等服务，为游客的出行提供便利的服务，为他们提供人性化的服务满足不同游客对旅游景点的需求，提升知名度。 


